
12 月 12 日，在位于高
新区的山东产研强远激光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
作人员在对激光清洗设备
进行调试。

山东产研强远激光科
技有限公司依托山东省科
学院激光研究所，打造光
学、机械、电子等多学科高
层次研发创新团队，发展成
为一家专注于激光清洗、激
光焊接、激光熔覆设备研发
产销及综合解决方案的高
新技术企业。近期，该企业
开足马力抓生产，努力把疫
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 本报记者 曹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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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光明） 近日，中国教
育在线“榜样力量·2022 年度教育盛
典”评选获奖名单揭晓，聊城职业技
术学院获“2022 年度全国品牌影响力
高校”荣誉称号。在本次评选中，山
东省共有 7 所本科高校和 5 所高职院
校获此荣誉。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坚持正确舆
论导向，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
不断提升办学层次和办学质量，加大
宣传力度，着力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美
誉度。

该学院整合校院网站、微信公众
号、微博、校报、广播等新媒体资源，
形成讲政治、讲效率、讲创新、讲纪律
的宣传工作矩阵，及时深度报道办学
成就、典型人物、先进事迹、工作进展
等，推出了服务乡村振兴、“大思政”
体系、“聊职青年”志愿服务等一系列
具有聊城职院特色的专题报道和原
创作品。该学院围绕新生开学、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省级文明校园创建、
山东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
赛、“天使志愿者青年突击队”驰援抗
疫等重大活动开展重点宣传，在《中
国教育报》、山东电视台《教育新闻联
播》、“学习强国”山东学习平台等各
级媒体和平台发布宣传报道 500 余
篇。立足学校实际，该学院强化深度
报道宣传，将鲁西“四史”主题教育
馆、生命与健康科学馆、聊城市网络
安全智能（仿真）综合性公共实训中
心、黄河文化研究中心、“一系一品”、

“红色基因库”等项目打造成学院特
色文化品牌。鲁西“四史”主题教育
馆获批山东省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
心思政教育基地，《照片背后的孔繁
森故事》《孔繁森的初心可以这样讲》
2 部教材入选党员教育培训好教材，
以“弘扬新时代孔繁森精神”为主要
内容的系列书目被列入全国首批爱
国主义教育丛书。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获评2022年度全国品牌影响力高校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 12 月 13
日，记者从阳谷县了解到，自2016年启
动农村改厕以来，阳谷县累计完成户
厕改造13.5万户，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
升改善。

“小厕所、大民生，三分建、七分
管”，阳谷县高度重视农村改厕后续管
护机制建设，将工作重点由“建厕”向

“管厕”转变，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改厕
后期管护机制，真正做好农村“厕所革
命”的后半篇文章。

阳谷县制定《阳谷县健全完善农
村改厕规范升级和后续管护长效机制
工作方案》，先后投资 3000 余万元，建
设了 17 处粪污处理站，购置了吸粪车
91辆，建立了17处智能化管理平台，成
立了 47 处农村改厕服务站。今年，阳
谷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再次
投资600余万元，确定1家专业运营公
司，对全县的农村粪污抽运、处理、维
护和公厕保洁进行统一管理运营。开

通了服务热线，建立了智慧服务中心，
配备了LED显示大屏，做到了报抽、报
修、处理等智能化运作，实现了“厕具
坏了有人修，粪污满了有人抽，抽走之
后有效用”。建立了“县、乡、村”三级
监管责任制，以及县级协调、乡镇（街
道）监督、村（居）负责的三级管理协调
网络。

阳谷县不断探索农村改厕规范提
升的新思路、新办法，充分结合各村
庄、农户实际，采用“潜水泵+电源”“自
来水+手握高压枪喷头”模式，对户厕
厕具进行了提升，有效解决农户原冲
水设备不好用、不耐用及冲洗不彻底
等问题。按照卫生厕所标准，加装了
彩钢瓦厕顶，安装了不锈钢门，粉刷了
内外墙，提升了厕所冬天保温防冻效
果。目前，梨园村、东九杨村、董营村、
三教寺村、国庄村、高庄村、后刘园村
等多个村庄的整村改厕提升工作已经
完成。

阳谷推动“建厕”向“管厕”转变

■ 本报记者 王培源

一边转动电子显微镜选用不同的
镜头进行观测，一边紧盯电脑屏幕查
看相关数据变化……12月10日，在阳
谷县波米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实验
室里，多名技术人员正聚在一起对聚
酰亚胺材料进行检验。

“光敏性聚酰亚胺是半导体和芯
片封装中的关键材料，液晶取向剂是
制造液晶面板的关键材料。”波米科技
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李铭新自豪地表
示，正是依靠自主创新，该公司打破了
国外的技术垄断，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

波米科技与中科院李永舫院士签
约，建设院士工作站，先后投入 1.5 亿
元研发资金，建成了国内首条完整的
液晶取向剂和光敏性聚酰亚胺生产
线，实现了从试验到量产的重大突
破。有了院士团队作为创新支撑，波
米科技拿下了5项发明专利，其产品成

功进入国内最大的半导体封测企业长
电科技的供应链，并实现批量供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
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我市把
人才作为创新发展的最强驱动、最强
引擎，大力实施“人才兴聊”战略，坚持

“一把手”抓“第一资源”，与各类人才
共享机遇、共筑梦想、共赢未来，努力
打造一流的创新创业热土。

我市着力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支
持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培育壮大农业
龙头企业。今年，我市新增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家、省级专精特
新企业 120 家；国家级单项冠军 2 家、
省级23家。聚焦服务产业链、产业集
群，构筑高能级创新平台，鼓励支持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新增省级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6家、工业设计中心18家、“一
企一技术”研发中心3家，2个创新成果
入选山东省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奖。

汇聚创新“第一资源”，关键是要
做好人才引育文章。如今在阳谷县东

信塑胶有限公司博士科研工作站，每
天都有驻站博士从事研究工作，他们
是重庆大学教授胡少伟团队的成员。

我市赋予事业单位引才用才自主
权，设立840名高层次人才专项编制，
招聘博士等高层次人才不受编制、岗
位限制，简化招聘流程，实行事后备
案。改进人才岗位薪酬管理，探索实
行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和年薪制，
配套提供科技成果转让、财政补助、个
税减免等政策支持。以青年人才引进
为重点，持续实施“水城优才”工程，开
辟“名校人才直通车”专栏，今年先后
举办“聊有未来·城就精彩”青年人才
引进活动月、“海聚山东·才聚聊城”线
上引才活动周等活动，线上观看人数
达200万人次，为900余家用人单位发
布岗位需求1.5万余个。

一个城市尊才爱才的氛围是否浓
厚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创新程度。

“今年的市委人才工作会议，让我
充分感受到聊城对各领域人才的重

视。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是企业
创新的驱动力。要想提高企业产品等
次，就要在吸纳、留住、支持人才上多
想办法，舍得真金白银。作为一名轴
承企业的负责人，我将继续做强、做优
自己的企业，打造好人才干事创业的
大舞台，带领团队心无旁骛走好创新
之路，为建设‘六个新聊城’贡献自己
的力量。”作为聊城市首届“水城英才”
之一，山东博特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海涛对聊城的人才工作赞许有加。

我市健全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专家
制度，市县两级组建400余支人才服务
队，常态开展企业、院校和人才遍访活
动，畅通了人才建言献策渠道。完善
人才表彰奖励制度，开展“水城英才”
先进典型选树，今年评选出24名优秀
人才，每人给予10万元奖励，在市委人
才工作会议上进行表彰，并广泛宣传
各类人才典型爱国奉献、创新创业先
进事迹，在全社会营造尊才爱才的浓
厚氛围。

涵养人才生态圈 集聚创新强磁场
——我市深入实施“人才兴聊”战略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全面实
行河湖长制5年来，市委书记、市长共
同签发市总河长令8次，安排部署河湖
长制重点工作，开展一线巡河督导。”
12月13日，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市水利事业发展和保障
中心高级工程师崔绍峰介绍，我市各
级党委、政府多措并举，扎实推动河湖
长制各项工作。

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多
次专题研究河湖长制工作。各级河湖
长定期、不定期巡查督导河湖情况，现

场解决问题。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
公室联合印发了河湖长制工作制度及
考核办法等相关文件，创新实施了河
道警长制，建立了“河长湖长+检察长”
协作配合工作机制。

我市完成了各级河湖岸线管理范
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
作，县级以上河湖编制了岸线利用管
理规划，为河湖岸线管理保护和开发
利用提供了依据；通过人工暗访排查、
无人机航拍、卫星遥感监测等多种方
式深入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

化，河湖面貌明显改善，水环境显著提
升；建立了“一河（湖）一档”，完成了两
期“一河（湖）一策”编制，为河湖系统
整治提供技术支撑；实现河湖管理范
围线和岸线规划矢量数据与国土“一
张图”共享；建立了河湖长制管理信息
系统，实现了河湖长制工作的全面信
息化。

通过实施河湖长制，全市河湖功
能明显恢复，河道治理保护成效显
著。1—11月份，我市14个国省控断面
水质稳定达标，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

例为70%，优于考核目标30个百分点；
水 环 境 质 量 指 数 和 改 善 率 分 别 为
5.49%和7.4%，全省排名分别为第9和
第5，同比分别前进4个和8个位次。7
个在用的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全
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全市列入全
国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的10
条黑臭水体全部通过了“长治久清”评
估。2021 年，我市在全省河湖长制工
作年度综合评价中成绩突出，被评为
工作先进市，获省级正向激励。

7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

我市河湖保护治理交出亮眼成绩单

（上接1版）经过处理后下渗到雨水收
集池，用来浇灌花草、冲洗道路……在
西湖馨苑小区，雨水回收系统把雨水
变废为宝，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在推进工农业节水的同
时，我市大力加强海绵城市建设，通过
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的
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
径流，从而达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
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效
果。截至目前，全市节水型单位、小区
的覆盖率已超过国家节水型城市规定
的15%的要求。

鲁西化工集团年产25万吨化肥合
成氨产能全部退出并通过验收，时风
巨兴轮胎有限公司提前完成斜交胎产
能压减任务……坚定不移推进落后产
能退出，让聊城能够在高质量发展赛
道上“轻装上阵”。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坚定不移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截至目前，全市实施工业技改
项目 591 个，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29.4%；九大产业集群加速发展，有色金
属及金属深加工、新材料产业营业收
入均超千亿元；实现有需求的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

科技创新是“关键变量”，也是高
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在易斯特工
程工具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科技攻关
研发的外硬内弹刀圈，冲击功从原来
每平方厘米 60 焦耳提升到 120 焦耳。
采用这种刀圈的盾构机刀具，能够适
应复杂多变的地质条件，深受国内各
大工程基建企业欢迎。目前，企业产
品供不应求。通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截至目
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到 411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 708 家；
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 40 家、省级创新
平台230家，拥有国家级科技孵化器1
家、省级科技孵化器3家。

奏响新时代黄河乐章


